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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我国教育理念的革

新，高中教学内容日益丰富，

需要强化学生的自主思考能力，

使其德、智、体、美、劳全面

发展，为我国培养综合类人才。

对此，高中学校应该革新教学

理念及音乐教学目标，让学生

在聆听音乐、感受音乐、分析

音乐、学习音乐的过程中了解

音乐中蕴含的魅力，提升自己

的审美认知，感受音乐中蕴含

的丰富情感，使得自己的内心

世界更加充盈。文章在分析高

中音乐教学现状的基础上，对

培养高中生鉴赏能力提出了具

体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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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高中开展音乐教学的过

程中，部分教师侧重于音乐知识的

讲授，教学模式较为传统，不利于

学生自主思考能力的培养，降低了

学生对于音乐学习的兴趣。对此，

高中音乐教师应深刻了解现阶段的

教育理念，注重学生音乐鉴赏能力

的培养，借助现阶段的信息技术手

段，为学生营造音乐鉴赏情境，使

学生能够更加深刻地理解音乐的

魅力。

一、 高中音乐教学中培养

学生鉴赏能力的意义

我国历史文化悠久，先辈的

主要思想以及我国的文化底蕴对于

各种艺术形式的表达都有一定的影

响。其中，音乐发展中表现出来的

情感以及相关的价值体现都侧面反

映出我国的主要价值观念、思想道

德等，有利于培养学生正确的思想

观念、良好的言行。此外，音乐的

表达大多极具美感，在音乐的聆听、

学习、感受、鉴赏过程中也能够提

升听众的审美能力。因此，在高中

阶段，面向高中生开设对应的音乐

课程并提升高中生的音乐鉴赏能

力，对于学生的审美能力和道德素

养的提升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学生

可以在逐渐了解音乐知识以及音乐

内容的情况下，感受到音乐创作者

在创作阶段的心境以及作品诞生的

背景；根据不同时期不同国家的音

乐作品演变，了解到各个国家的社

会发展情况。同时，高中音乐课程

的开展也有利于缓解高中生的学业

压力，使得高中生在日益繁重的课

业学习中能够得到暂时的缓解，舒

缓紧绷的精神，更有利于提升学生

的学习效率。

二、 高中音乐教学中学生

鉴赏能力的培养现状

( 一 ) 培养目标不清晰

当前，高中的主要教育目标

为提升学生的综合学习能力，培养

学生的核心素养，保障学生的全面

发展。在高中音乐教学中，音乐鉴

赏课程的开展目标是提升高中生的

审美能力，让高中生在对相关高中

音乐曲目的学习以及鉴赏中培养自

主想象以及思考的能力，让学生能

够在音乐曲目的学习过程中感受到

音乐传达的情感，体会音乐曲目背

后的意义。但是在对现阶段高中音

乐课程调研的过程中发现，部分音

乐教师对于音乐教学培养目标不明

确，在课程开展过程中将更多的时

间用于音乐基础知识的讲述。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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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课堂上开展自主思考的时间较

少，使音乐课堂的开展偏离了音乐

鉴赏教学的主要目的，学生在进行

高中音乐课程学习时难以提升自己

的审美能力，进而降低了对音乐课

程的学习兴趣。

( 二 ) 课程内容较枯燥

在部分教师传统的教学理念、

教学目标以及教学模式的影响下，

部分高中生认为音乐课程较为枯

燥。当前，部分音乐课堂仍以教师

讲为主，音乐的播放以及学生之间

的探讨较少。这使得高中生在音乐

课堂的开展过程中会感受到学习的

压迫性，不利于学生音乐思维的发

散。音乐相对于其他的科目来说更

具趣味性，应该让学生在直观感受

音乐节奏以及音乐旋律的情况下，

感受到音乐的独特美感。若音乐教

学课程枯燥，形式单一，将导致音

乐课堂的开展难以吸引高中生的注

意力，易使学生认为音乐课程是放

松的时间，而不是学习的时间。

( 三 ) 教学方法偏离教学规律

因为高中阶段学生的课业压力

较大，音乐课程学习的时间较少。

部分音乐教师在进行音乐课程教学

时，为了在有效的时间内让学生了

解到更多的音乐知识，会运用“我

讲你听”的教学方式，将传统的教

育模式应用于音乐课堂中。这种音

乐教育模式不利于学生开展音乐课

自主思考，使得学生一直处于被动

的学习状态，不利于学生音乐思维

的培养和发展。传统的教学模式违

背了音乐的教学规律，即使课程的

主要教学目标设置为学生的音乐鉴

赏能力的提升，但是在灌输式的教

育模式影响下，学生很难全身心地

投入音乐知识的自主思考中，更多

的时间花费在“模式”学习上，使

得音乐知识的学习停留在表面。

三、 高中音乐教学中培养

学生鉴赏能力的有效策略

( 一 ) 教学目标确立层面

现阶段，高中音乐教学目标

应基于我国现阶段的教学理念进行

确认，明确不同年级的学生以及不

同题材的音乐作品需要学生开展怎

样的学习以及达到怎样的学习目

标。高中音乐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

革新自己的教学观念，改变以往的

教学想法和教学模式，在后续的音

乐课堂中了解学生的兴趣，给予学

生更多的自由，可以让学生在自身

兴趣的引导下开展相应的音乐知识

思考，提高自己的审美水平。音乐

教师还需要根据不同学生的年级以

及音乐课上播放的音乐的题材进行

分析，明确音乐作品中作者情感以

及音乐的美感，让学生更有针对性

地开展相关的音乐学习，提升音乐

课堂的教学质量。这有利于学生在

了解不同的音乐表现形式后形成更

加独特的音乐思考方式，建立更加

完善的音乐体系。在高中阶段开设

音乐课程，主要是为了让学生实现

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培

养学生的自主思考能力，让学生在

音乐作品的学习下提升自己的审美

水平。教师在开展实际的音乐教学

时，需要以此为教学目标，开展相

关的音乐教学。

例如，在人教版高中音乐必修

一中，序篇的内容为音乐情感的表

达。《不忘初心》《我和我的祖国》

以及《谁不说俺家乡好》等音乐作

品传达了作者对于祖国的敬意、对

祖国的歌颂、对家乡的依恋等。在

进行《我和我的祖国》音乐作品鉴

赏的过程中，教师可以加入同类型

的歌曲，让学生深刻了解到此类歌

曲的情感表达。在序篇内容中，主

要的教学目标可以明确为让学生在

歌曲中感受情感的表达，了解作品

的整体情感基调。在第三单元“鼓

舞弦动——丰富的民间器乐”教学

中，主要的教学目标需要加入更多

的内容，要让学生在鉴赏作品的过

程中感受每个曲目中的器乐使用情

况、使用种类、情感表达等内容，

加深学生对于音乐知识的了解，提

升学生在音乐鉴赏过程中考量的全

面性。

( 二 ) 课堂教学模式层面

高中生的音乐鉴赏能力很大程

度上取决于教师的教学方式以及学

生的兴趣引导，只有教师在明确学

生的兴趣点后对其加以引导，使得

学生的注意力可以投注于音乐课堂

上并进行自主思考，学生才会在音

乐学习中进行深入思考，在教师的

引导和自己的思索下感受不同音乐

曲目之间的区别以及魅力。

（1）立足学生的核心素养，重

视音乐的本体学习。在高中阶段开

展音乐教学课程，主要是为了提高

高中生的审美感知、艺术表现以及

对音乐文化的理解，在对音乐教材

中的音乐曲目进行聆听并学习相对

应的乐理知识后感受音乐作品的艺

术美感。同时，高中生音乐鉴赏的

主要方面也是这些内容。在音乐课

程中，教师需要明确培养学生音乐

鉴赏能力的重要性，以学生的音乐

核心素养培养为主要的教学目标，

重视音乐的本体学习，主要根据音

乐教材上列举的音乐曲目以及音乐

相对应的教学目标来开展实际的音

乐教学。例如，在人教版音乐必修

一教材中第四单元“国之瑰宝——

京剧”这一内容的教学中，教师可

以重视学生兴趣的引导，根据教材

上的曲目对学生的音乐教学课堂应

用多样化的教学模式。教师需要深

入音乐曲目中，了解每个音乐曲目

的来源、背景、作者的情感等内容，

重视音乐本体的讲述，从而增加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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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音乐基础，重视学生音乐核心

素养的培养。《忽听得万岁宣包拯》

这一曲目的主要出处为京剧《打龙

袍》。《打龙袍》出自清代的古典名

著《三侠五义》，是我国李派的传

统曲目之一，主要讲述了在北宋仁

宗年间，包拯在陈州放粮，遇到了

盲妇告状，并牵扯出一段宫闱秘事

的内容。在事情的演变下，出现包

拯打龙袍以象征打皇帝的情节。《忽

听得万岁宣包拯》这一京剧选段的

各个人物的情感表现较为充沛，不

同形象的情绪走向也有着较大的差

别。教师向学生讲述该京剧曲目的

主要内容后，学生可以结合具体的

故事走向以及人物经历等感受音乐

所要传达的情感，加深学生对于音

乐作品的理解。

（2）借助信息技术手段，创

设音乐鉴赏情境。随着信息技术的

发展，我国大部分高校内部都设置

了多媒体教学设备，可以让学生在

直观的动画和视频演示下加深对学

习内容的思考，提升学生的理解能

力。对此，在音乐课堂的开展过程

中，教师可以借助信息技术手段为

学生播放教材上主要的音乐曲目，

为学生创设音乐鉴赏情境，让学生

在实际的动画和音乐的影响下，感

受音乐作品背后的故事和价值。例

如，在人教版音乐必修一教材第二

单元“腔调情韵——多彩的民歌”

的教学中，本单元主要展示了不同

民族的音乐曲目，其中包含了蒙古

族、藏族、维吾尔族以及云南、河

北、江苏等不同地区的音乐曲目，

传达了不同民族的特点。《脚夫调》

是陕北信天游，信天游是陕北人民

最喜欢的山歌形式。在赏析此民歌

时，教师可以为学生播放歌曲，并

向学生展示陕北脚夫的主要工作，

通过视频动画让学生体会脚夫在特

定的时代背景下无法归家，对于家

乡亲人的思念以及对社会现实、自

身处境的愤懑。同时，《脚夫调》

也通过对愤懑情感的表达，深刻地

展示了在黑暗的旧社会陕北人民生

存的艰难，在表达个人情感的同时，

也体现了当时的社会压迫等。在多

媒体教学设备的展示下，教师可以

为学生介绍歌曲的背景年代，让学

生深刻了解歌曲的更深层次的情感

表达。

（3）创新教学模式，培养学生

的音乐审美兴趣。在开展高中音乐

课程教学时，为提升高中生的鉴赏

能力，就要激发高中生的兴趣，让

学生全身心地投入音乐曲目的思考

中。对此，教师可以根据每个章节

的内容，以学习小组的形式为学生

布置相关任务，给予学生更加自由

的学习空间，提升学生的团队协作

能力，使班级内部的所有学生都可

以投入音乐学习中，培养学生的音

乐审美兴趣。例如 , 在必修一第六

单元“音画交响——影视音乐”的

教学中，教师可以让每个学习小组

选择一个影视音乐曲目，小组成员

完成音乐曲目的收集、整理，曲目

出处的查询，音乐的情感表达分析

等内容，让学生在自主思考、小组

合作的情况下开展音乐单元的学

习。在音乐课堂上，教师可以让学

生进行小组展示，分别表达自己的

作品，以此来提升学生的音乐鉴赏

能力。

综上所述，随着我国教学理

念的革新以及对于高中生核心素质

的要求，应该在教育课程中应用更

加新颖的教学模式，让高中生在更

加开放自由的教学环境下开展深入

的音乐学习。对此，高中音乐教师

以及高校的主要管理人员应明确现

阶段音乐教学课堂中的问题，并根

据实际的情况开展音乐课堂教学模

式的创新，革新音乐教师的教学理

念，使音乐教学课堂真正做到以生

为本，提升高中生的音乐学习兴趣，

培养高中生的音乐鉴赏能力和审美

水平。（作者单位系甘肃省广河县

广河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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